
本报记者 任世碧

7月份首个交易日，A股三大股指放量集
体收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243.98点，涨
1.31%；深证成指报11091.56点，涨0.59%；创业
板指报2228.21点，涨0.6%；沪深两市成交额在
时隔5个交易日后再度突破1万亿元，达10151
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增加965亿元。

对此，受访专家表示，三大利好集体发力，
助力A股7月份首个交易日迎来开门红。

一是经济运行保持恢复发展态势。6 月
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49%，比上
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显示经济运行有所趋
稳。7月 3日公布的 6月份财新中国制造业采
购经理指数（PMI）报 50.5%，连续 2 个月位于
扩张区间。

二是A股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同花
顺数据显示，截至7月3日记者发稿，已有83家
公司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其中，预增公司 29
家，扭亏公司4家，略增公司29家，合计报喜的
公司数量达62家，占比达74.70%。

三是估值安全边际较高。截至 7月 3日，
上证指数整体动态市盈率为 13.14倍，处于近
十年36.33%分位值；创业板指整体动态市盈率
为 32.76倍，处于近十年 4.49%分位值，A股整
体市盈率估值处于相对低位。

同时，北向资金逐步入场。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显示，6月 30日、7月 3日连续 2个
交易日北向资金实现净买入，分别达 36.75亿
元、26.85亿元，6月份以来，北向资金合计净买
入167.11亿元。至此，年内北向资金合计净买
入达1860.09亿元。

“在政策预期良好、市场估值整体处于低
位的情况下，7月份首个交易日迎来开门红。”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3日，包括国信证

券、招商证券等在内的45家券商发布7月份金
股组合和策略，共有 340只个股被推荐，科技、
新能源、消费等三大赛道被普遍看好。

陈雳建议关注三条主线投资机会：一是
电力板块，经济复苏背景下，用电需求持续增
长，预计电力企业盈利能力有望改善；二是新
能源汽车板块，当前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有望
续增，同时政策持续加大支持力度，行业整体
利润有望保持正增长；三是以计算机、电子为
代表的科技赛道，随着国内加大数字经济建
设力度，相关行业景气度持续攀升，对上下游
构成较大的需求，计算机、电子行业整体业绩
有望攀升。

A股迎来七月开门红

本报记者 邢 萌

2022年7月4日，ETF纳入内地与香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以下简称“互联互
通”）正式开通，至今已满一周年。

一年来，互联互通ETF产品数量稳步扩
容，成交规模迅速攀升，市场表现不俗。港交
所统计数据显示，开通以来，ETF产品达103
只，沪深股通ETF（即“北向ETF”）成交总额约
493亿元，港股通ETF（即“南向ETF”）成交总
额达3670亿港元。

受访专家表示，总体来看，互联互通ETF
发展势头向好。ETF产品数量持续扩容，涵
盖了更广泛的投资领域；ETF成交规模快速

增长，交投情绪活跃，为两地的ETF市场增添
了更多活力。

产品数量稳步扩容
南向ETF表现尤为活跃

去年7月4日，ETF正式纳入互联互通，沪
深港通交易标的由股票拓展至ETF，内地与
香港市场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互联互通机制交
易对方市场的ETF，满足了国内外投资者多
元化资产配置需要。

首批纳入互联互通交易的ETF产品数量
共87只。其中，沪深股通ETF共83只，港股通
ETF共4只。经过多次扩容后，目前ETF产品

数量突破百只，达103只。沪深股通ETF共97
只，其中沪股通ETF60只，深股通ETF37只；港
股通ETF共6只。

两地的ETF产品日趋多样，类型丰富。
以内地ETF为例，既覆盖沪深300ETF、中证
500ETF、上证50ETF、创业板ETF等核心宽基
产品，也涵盖证券ETF、芯片ETF、新能源车
ETF、碳中和ETF等行业主题产品。

“ETF正式纳入互联互通，扩展了双方可
投资标的，形成产品互补，便利了投资者交
易，扩大了可投资标的范围。产品稳步扩容
对吸引投资者关注度、丰富标的类型、提升市
场流动性等均产生积极影响。”中山大学岭南
学院教授韩乾表示。 (下转A2版)

互联互通ETF满周岁：

ETF产品数量破百只
南向ETF成交总额达3670亿港元

本报记者 孟 珂

7月3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
显示，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7%，较
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中国仓储业指数为
50.7%，较上月下降0.6个百分点。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何辉认
为，6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环比小幅回升，各分
项指标均有所改善，显示出市场业务量和订单
需求增加，就业形势好转，企业信心稳定。从
企业规模看，大中型企业物流需求保持稳定，
小微型企业需求偏弱。

数据显示，6月份，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
指数分别为51.7%和50.4%，环比分别回升0.2
和0.7个百分点。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胡焓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平
稳回升，特别是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达到
55%以上，连续2个月回升表现出连续向好，继
续发挥稳定器作用。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
环比回升0.3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
保持持平，虽然逐步企稳但后劲有待提升。

6月份，随着物流活跃度增加，保管环节物
流业务增速同步加快，企业运营相关指标改善，
平均库存量指数继续低于50%，库存周转次数
指数环比回升0.8个百分点，设备利用率指数环
比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在景气区间。

胡焓表示，从重点企业调研的情况看，部分
港口、物流园区的大宗能源原材料物资库存比一
季度末下降10%至20%左右，电商物流企业备战

消费季，商品库存有所上升，但库存周转加速。
值得关注的是，6月份，企业资金周转率指

数回升1.1个百分点，除铁路运输、航空运输外，
其他行业资金周转效率均有所提高。

从业人员指数有所回升。6月份，从业人员
指数为51.2%，环比回升2.3个百分点，显示出物
流岗位需求增加，企业用工压力较之前缓解。

企业效益有所改善。6月份，主营业务利
润指数回升0.6个百分点。但也要注意到当前
企业经营成本压力依然较大，主营业务成本指
数环比大幅提高1.8个百分点，成本上升对小微
企业盈利冲击明显，6月份小型和微型企业利
润率指数仅有45%和42%。

物流投资保持规模增长。6月份，物流业
投资增长势头未减，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

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分行业中除航空运输业
外，其他行业保持回升态势，交通物流枢纽重
点项目建设进度加快，铁路运输、水上运输、航
空运输和仓储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连
续两个月处于景气区间。

“市场环境和微观盈利有所改善，资金紧
张局面有缓解迹象，但经营成本上升压力依然
较大。”胡焓表示，总体来看，6月份物流需求出
现改善迹象，但回升动力不明显不均衡，消费
领域促销旺季效果不及同期，企业盈利偏低状
况仍在持续，中小微企业投资增长、盈利水平、
资金紧张的情况仍较为明显。

从后期走势看，何辉表示，业务活动预期
指数较上月回升，继续保持在55%高位，显示
出物流市场信心继续保持稳定。

6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7% 投资保持规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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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梦泽

近年来，上市公司披露 ESG 报告渐成主
流，并将其作为提升发展质量的重要抓手。
2023年4月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投资者
关系管理工作指引》明确指出，上市公司应落
实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在与投资者关系管理沟
通内容中增加上市公司的ESG信息。

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之一，车企上、中、下
游关联公司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肩负重
任。在落地层面，新能源汽车已成为汽车行业
践行ESG理念，实现“脱碳”目标的重要承载者。

目前，包括东风集团、广汽集团、吉利汽
车、理想汽车和小鹏汽车等在内的国内知名上
市车企均已发布2022年ESG报告，自主核心技
术、智能化水平、自动驾驶和环保生产工艺等
成为ESG报告中的关键词。

与此同时，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已逐步转
化聚焦到 ESG 这一新兴概念上，这也意味着
ESG绩效优良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投资者青睐，
甚至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融资。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ESG已成为企业竞争力一个新表现形式。
ESG 对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对行业来说，我国汽车产业需要通过新能
源替代、低碳化改造等方式，实现生产制造低
碳转型，继而建立ESG下的可持续低碳经济模
式。于企业而言，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发展是
车企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在ESG评价体
系逐渐走向主舞台的当下，ESG已逐渐成为资
本市场对一家车企发展评判的重要参考标准
和依据。

在笔者看来，车企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提升ESG管理水平，从绿色转型、员工权益和
供应链三个方面不断提升自身发展质量，以更
积极的ESG实践促进中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首先，绿色转型方面，提高可再生材料的
使用依旧是汽车领域降碳的主战场。车企应
加快新能源的创新应用，加大铝合金等轻量化
和循环材料的使用，让整车安全性能更好的同
时，质量更轻、能耗更低；运输物流环节，最大
化使用可循环包装；产品回收方面，提高报废
材料回收利用率。

其次，员工权益方面，在提升员工薪酬福
利的基础上，强化员工培训，打造依法合规且
公平透明的管治架构与道德体系，真正做到将
公众利益与企业发展有效统一。

第三，面向供应链，车企应充分考虑上、
中、下游企业的ESG实践情况。如着重降低车
身附件、底盘与发动机系统等上游公司能源消
耗总量的排放；加大中游制造企业科研投入，
降低其废水排放总量和颗粒物排放密度；对于
汽车经销商等下游公司，接入能源管理体系认
证。同时，头部车企应发挥表率作用，将“零
碳”理念、新能源技术进行推广，以提升行业整
体ESG实践水平。

总之，面向ESG竞争力时代的全新挑战，
车企应该尽早提升ESG管理水平，塑造符合社
会期待的履责形象，为构建我国ESG体系做出
汽车行业的应有贡献。

车企提升ESG管理水平应从三方面入手


